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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清清：：
““小小天天津津””沉沉浮浮录录

竹杆巷、临清贡砖、清真八大碗……尽管北方运河早已断
航，临清这个运河重镇仍刻着千里运河的深深印记。临清因运
河而兴，也因运河断航而褪去繁华。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像临
清这样的城市不少。

19日，徒步大运河考察队走进漕运咽喉临清市，倾听老临
清人的故事，感受古运河文化与现代的撞击。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乔显佳 张榕博 发自临清

昔日繁华：商铺棚子个挨个，阳光都照不进来

“这运河啥时候能通船？”19
日上午，临清老城，80岁的宋老太
太提壶出门打酱油，路过运河时，
她跟街坊聊天说。

临清人对大运河的感情不是
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在京杭大
运河上，临清是有名的漕运咽喉，
有“小天津”的美称。运河边的竹
杆巷，当年因做竹货而得名，如今
两侧仍保存使用板搭门的老商
铺。

柏立成就出生在这里。他说，

当年这里两侧商铺搭的棚子几乎
快挨到一起了，阳光都照不进来，
竹货做好就送上运河拉走。直到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仅靠三月四月集
会上卖的货，就够商家吃一年。

运河沿岸，赫赫有名的临清
钞关正在复建，尚不向游人开放。
当年，大批船料商税就从这里征
收。据记载，明万历年间，临清钞
关征收的船料商税八万三千余
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
课税额的四分之一之多。

航运把各地的人带到这里。南
来北往的漕船24小时不断，船员上
岸休息、娱乐，带动沿河商业发展，
成为闻名一时的都会。景德镇的瓷
器、辽东的皮毛、河南的牲畜、济宁
的布帛、江浙的茶叶、临清自产的
帛、哈达等，在这里都能找到。

世代居住在鳌头矶的夏师傅
对往来船只印象深刻，“汽笛一
响，就是要靠码头了。”他说，在过
去，“乘船下天津”是临清人的一
句口头禅。

专家建议

今日印记：东南西北的小吃在这儿都有

直到现在，运河文化的基因
仍流淌在这座古城的血液中。临
清运河文化爱好者刘英顺分析，
常年的对外交往，让临清人既像
京城人好礼节，也学习了南方人
的精细打算，更有山西人的豪爽，
而且经商意识很强。

18日晚接近12点，临清一家街
边小店里，还有不少食客在吃夜
宵。刘英顺说，这就是当年漕运让
临清人养成的习惯。来往商船日夜
不息，沿河商铺半夜照样营业，临

清人养成了吃夜宵的习惯，延续至
今，不少饭店下半夜照样经营。

在临清想吃上美味一点都不
难，清真八大碗、捶鸡面、温面、烧
麦……刘英顺介绍，万历年间来
往临清的主要是徽商，清代以晋
商为主，民国时则以京津商人为
主，每个时期的商人带来不同的
饮食文化，让临清小吃独具特色。

19日中午，临清老城一条路
边，一个卖生活用品的小摊上传
来京剧声，摊主边听边拿着痒痒

挠，背过手去挠着背。临清人爱听
京剧，很多人都知道。刘英顺说，
当年徽班进京时，落脚在临清码
头，总要演出一段时间，就把京剧
带到了这里。

就在不远处，矗立着一群并
不算老的徽式建筑，白墙灰瓦马
头墙。这让随行的济南社科院副
院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张
华松教授感到震撼，“看得出当地
人对文化传承的愿望，他们有这
方面的意识。”

一城之憾：很多南方人都不知道临清了

繁盛随着断航逐渐褪去。上
世纪70年代，北方大运河断航，临
清也进入另一个发展时期。

锅市街——— 临清曾经卖锅的
地方，仍有几户做竹货的商铺。75
岁的田宝珠在屋里打竹帘。田家
做竹货，他是第三代，儿子、孙子
也继承手艺做这行。但如今生意
远没法和过去比，“比以前难做多
了，还不如打工挣得多。”

在老城，做老手艺的人家已

经不多。断航后，临清的产业发生
变化，曾经畅销的皮货、哈达、丝
绸等渐渐淡出，被纺织、轴承生产
等替代。

临清人心中多少会觉得遗
憾。“我们繁盛的时候，跟济南差
不多。”住在老城的庞女士说。

在刘英顺看来，夸耀的背后，
实际上是失落。现在很多南方人
都不知道临清了，所以介绍自己
时，他只好说自己是聊城人。

临清人对临清的再次崛起充
满期待。“我们都愿意保护好运
河，城市好了我们也跟着好，最好
能通航，再跑起船来。”在运河边
散步的一位市民说。

临清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官员表示，运河文化是临清的一
张名片，临清就是要靠运河打响
文化品牌，用文化的潜力和影响
力再次繁荣。当地会抓住时机做
好发展文章，“重现当年神采”。

临清再腾飞，可深挖运河文化资源
运河带走了昔日繁华，现在，

临清这样的城市还能靠大运河打
什么牌？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教
授王晨光说，临清的老城区保留
得相对完整，包括当地人世代传
承的生活方式都有保留，十分难
得。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他建议临
清把这些资源转化出来。

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山东省历

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教授表达了
同样的观点。他说，有些运河城市
在运河衰落后及时转型，重新进行
产业布局，走出了新的发展路子。
而临清在陆路交通方面优势不明
显，所以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之后，虽然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取
得很大成就，但相比明清通漕时
期，仍有巨大落差。如果仅靠发展
工业，临清没有特别的资源优势，

所以他建议临清因地制宜，充分发
掘利用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旅游资
源，加强对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
发掘、调查、研究和提升，进行高水
平的科学规划和建设，发展具有浓
郁临清特色的旅游观光业、休闲产
业及服务业，打造“江北运河第一
名镇”。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乔显佳 张榕博

19日，来自北京的路永从德
州乘高铁返京，时间仅73分钟。

而600年前，不远万里来到
中国朝贡的菲律宾苏禄东王乘
船经运河回国时，却因舟车劳
顿，又染重疾，病逝于德州。德州
学院教授王守栋说，当年苏禄东
王从扬州乘船经运河进京朝贡，
走了大约三个月，如今乘坐京沪
高铁，时间不过半天。

“古有大运河，今有京沪高
铁，但我仍期望运河能通航。”德
州运河研究会会长刘金忠认为，
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兴的德州
文化，从古至今从未与运河文化
剥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刘金忠说，德州曾因运河而
兴，成为明清时期全国33个工商
业大城市之一。京杭大运河全线
贯通后，德州与北京、天津、聊城
同时被列为四大漕运码头，运河
给德州带来了经济繁荣，也创造
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漕运文化。

79岁的杨金山曾是运河边
的纤夫，他记得即使在新中国成
立后，运河还在为德州的经济发
展出力。

“高铁虽好，但是在德州停
车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太短了。”
杨金山说，同为交通工具，运河
输送货物和文化，每到一处都能
扎根发展，这是现代交通工具没
法比拟的。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施工，
德州武城四女寺将成为新旧运
河交汇的重要枢纽，这为德州修
复、保护和开发运河文化提供了
新的契机。

本报记者 王金强 张榕博

德州：

大运河带来
独特漕运文化

19日中午，因为生意不多，在临清锅市街经营笼屉生意的张
保录眯了一会儿。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会通河临清段整治后，又
见运河边打鱼的场景。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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